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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霞客旅行中的 /导游 0 问题探讨

冯淑华, 李涛珍, 王红美

摘 要: 文章对 5徐霞客游记6 中记载的 /导游0 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, 认为在徐霞客的旅行生涯中,

/导游0 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根据 5徐霞客游记6 的记载, 从旅行时间、考察内容和线路安排, 以崇祯

九年为界, 将徐霞客的旅行分为前、后两个时期, 探讨了这两个时期 /导游人员0 的构成和作用。研究结果

表明, 在晚明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地方导游和全程陪同服务的雏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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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引  言

我国古代的旅行游记源远流长, 并以游记

散文居多, 东汉马策伯写的 5封禅仪记 6, 记

述了光武帝封禅泰山的仪式, 描写了泰山的险

峻、登山的艰难和途中所见的景色, 被看作是

我国最早的游记散文
[ 1]
。其后有东晋南北朝的

刘宋、谢灵运的 5游名山志 6, 唐代柳宗元的

5永州八记 6, 宋代欧阳修的 5醉翁亭记 6、王

安石的 5游褒禅山记 6、苏轼的 5石钟山记 6、

陆游的 5入蜀记 6 等, 都是我国古代游记散文

中的千古名篇。然而, 把科学考察与游记文学

高度结合的当属明朝的旅行家、地理学家徐霞

客撰写的 5徐霞客游记 6, 它记载内容之详实,

涉及地域之广泛, 时间跨度之长, 是其它游记

无法相比的。徐霞客自 20岁 (公元 1607年 )

游太湖开始, 只身旅行,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,

东渡普陀, 北历燕冀、南涉闽粤, 西北至太华

之巅, 西南远达云贵边陲
[ 1]

, 足迹遍于现在的

19个省市地域, 最后于 54岁 (公元 1640年 )

从云南抱病回家, 前后历时 30余年, 其壮举令

世人称奇, 正如吴江潘次耕先生在 5徐霞客游

记6 旧序中撰道: /霞客之游, 其奇绝者: 闽、

粤、楚、蜀、滇、黔, 百蛮荒徼之区, 皆往返

再四。其行不从官道, 但有名胜, 辄迂回屈曲

从寻之。,,以性灵游, 以躯命游。亘古以来,

一人而已! 0。 5徐霞客游记 6 成为我国古代游

记中记录风景点最多、对西南地区的溶洞考察

最全的游记。它不仅是一部珍贵的地理文献,

而且还是一部优秀的区域旅游地理目录, 它所

反映的科学成果是多方面的, 有关 5徐霞客游

记6 的研究也是多层面的, 主要集中于地域资

源和山川河流
[ 2- 4 ]
、地方文化和风土民情

[ 5- 12]
、

旅行线路和旅行交通
[ 13- 15]

、区域地理
[ 16- 22]

等

方面。然而, 在 5徐霞客游记 6 中除了上述多

方面的研究意义以外,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

的课题, 即徐霞客旅行中的 /导游0 问题, 在

他的 30余年的旅行生涯中, 所到之处都聘请

/导游0, 其数量之多, 持续时间之长, 服务内

容之多是史无前例的。

在古代没有导游一词, 一般称为向导。向

导是指为旅行者指路、带路的人。而现代意义

上的导游员则是指受旅行社委派运用专门知识

和技能为旅游者组织安排旅行和游览事项, 提

供向导、讲解和旅途服务的人员。根据我国

5导游人员管理条件6 的规定还必须取得资格

证书。导游员在我国简称 0 导游 / , 其所提供

的服务工作称为导游服务, 亦称导游。导游服

务的内容主要包括: 生活上的安排、游览中的

讲解和旅途中的代办等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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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所指的 /导游 0 是指在徐霞客旅行中

具有一定导游服务职能和向导作用的人员。它

既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导游, 又与纯粹

意义上的向导有较大区别, 因为徐霞客聘请的

人员不仅帮助带路、陪同旅行, 而且还进行沿

途讲解、筹划旅行线路、提供食宿和交通等,

承担了导游服务的大部分职能, 特别在他后期

的旅行中, 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顾仆, 承担了

旅行中的 /食、宿、行、游 0 等基本服务, 为

此, 本文提出徐霞客旅行中的 /导游 0 问题,

旨在探讨晚明时期我国导游形成的雏形, 对重

新认识我国导游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

值。下面从徐霞客旅行的两个重要阶段, 分别

对其导游人员的构成、地位和作用进行探讨。

一、徐霞客旅行阶段划分

根据 5徐霞客游记 6 中记载的旅行时间、

考察内容和线路安排, 以崇祯九年 (公元 1636

年 ) 为界, 将徐霞客的旅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

前期的旅行约 30年, 除江苏外, 他到过浙江、

安徽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陕西、山西、

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北等省。这期间, 徐霞

客的旅行目的是探古访幽, 所到之处都是当时

佛教、道教名山和著名风景区。所以在前期,

其旅行中所请的导游主要是寺庙、庵观的和尚、

道士以及当地的居民, 主要职能是陪同和沿途

景点讲解。

后期的旅行是从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 (公

元 1636年 10月 17日 ) 从江阴乘舟出发, 到崇

祯十三年, 游记中写到: /因病不良于行, ,,

丽江太守饷舆, 从送归0, 前后历时 5年, 游经

浙江、江西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 ,,等

8个省份, 是徐霞客旅行生涯中最后一次, 也

是最重要的一次。这次连续旅行时间长, 路途

远, 其旅行目的也不同于前期, 主要着重于地

理考察, 研究岩溶地貌, 探索水源, 以及更正

前人的错误记载和论断, 如万历四十六年 (公

元 1618年 ) 游黄山后, 他提出 /莲花峰独出诸

峰上 0,、 /天都亦俯首矣 0。这个时期, 他所请

的导游也由前期的僧人、道士转变为当地的老

百姓, 如樵夫、牧人、担夫、马夫、洗衣妇、

童生, 以及一些乡绅、官吏和土司头目。

二、霞客旅行中的导游

(一 ) 前期导游人员的构成

从万历四十一年 (公元 1613年 ) 的 5游天
台山日记 6 至崇祯六年的 5游恒山日记 6 等 17

篇游记中, 先后记载了 59处与导游有关的信息,

见表 1和表 2。从表中可以看出, 宗教胜地、名

胜古迹地所请的导游次数最多。在记载的 59位

向导及导游中, 其中 39位是僧人、道士, 占导

游总人数的 6611%, 如 5游黄山日记6 中共记

叙了 8位导游, 其中就有 6位僧人, 如挥印、智

宝、霞光, 以及其他未署名的僧人等。

表 1 前期导游情况统计表

游记
所请导游

次数 /次

所占比率

/%

5游天台山日记6 6 101 17

5游雁宕山日记6 2 3139

5游白岳山日记6 4 6178

5游黄山日记6 8 131 56

5游武夷山日记6 4 6178

5游庐山日记6 7 111 86

5游黄山日记6 (后 ) 3 5108

5游九鲤日记6 1 1169

5游嵩山日记6 2 3139

5游太华山日记6 3 5108

5游太和山日记6 1 1169

5闽游日记6 (前 ) 2 3139

5闽游日记6 (后 ) 5 8147

5游天台山日记6 (后 ) 2 3139

5游雁宕山日记6 (后 ) 7 111 86

5游五台山日记6 1 1169

5游恒山日记6 1 1169

合计 59 100

  资料来源: 5徐霞客游记6 统计

此外, 他也请教樵夫、牧人、轿夫、途人

和当地居民等, 但所占比率小。究其原因, 主

要与徐霞客前期的旅行目的 (探古访幽 ) 有

关, 所到之处多为香火旺盛的宗教圣地以及著

名的风景区, 如天台山、黄山、庐山、嵩山、

五台山、恒山等, 这些地方都是我国的名山胜

地, 寺庙古刹众多, 与僧人、道士接触多。

(二 ) 前期导游的作用

经过资料的整理、分类, 将前期导游的作

用分为陪同旅行、景点讲解、指路和带路、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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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建议、策划线路、介绍情况、协助旅行等,

统计情况见表 3。

表 2 前期导游人员构成表

导游人员

构成
人次

所占比率 /

%

僧人 33 55194

道士 6 10117

土人 3 5108

樵夫 2 3139

途人 2 3139

农民 2 3139

牧人 1 1169

轿夫 1 1169

其他 9 15125

合计 59 100

  资料来源: 5徐霞客游记6

表 3  前期导游作用情况表

导游作用
次数 /

次

所占比率

/%

陪同旅行 21 27163

景点讲解 14 18142

指路、带路 13 17110

提供建议 9 11184

策划线路 8 10153

介绍情况 6 7190

协助旅行 5 6158

总计 76 100

  资料来源: 5徐霞客游记6 统计

上表显示, 徐霞客当时所请导游的作用首

先是陪同旅行, 在游记中共记载 21处, 占总人

数的 27163%; 其次是景点讲解, 共 14处, 占

总人数的 18142%; 第三是指路、带路, 共 13

处, 占总人数的 17110%, 其他方面所占比例

均在 12% 以下。例如在万历四十四年 (公元

1616年 ) 二月徐霞客重游黄山, 西望碧派一

缕, 覆盖以为是山影, 徐霞客的导者僧人霞光

解释到 /山影夜望甚近, 此当是云气 0, 可见

霞光对当地环境很熟悉, 对自然界的天气现象

颇为了解。又如 1618年徐霞客游庐山, /余稔

知石门之奇, 路险莫能上, 遂请其人 (一村

夫 ) 为导。0; 再如他重游黄山时, 游完天都、

莲花二峰后, /欲观牌楼石 0 , 途中狮子林僧人

霞光 /恐白沙庵无指者, 追来为导 0 , 在其引

导下, 徐霞客顺利地游览了牌楼石、罗汉石、

仙灯洞和九龙潭等黄山胜景。

(三 ) 后期导游人员的构成

在后期, 徐霞客所请导游在数量上有很大

增加, 人员构成也有明显扩展。徐霞客先后请

了 406位导游, 大约是前期所请导游人数的

6188倍。导游人员构成除了僧人、道士、樵

夫、途人、轿夫以外, 还请过营兵、买浆者、

童生、友人、乡绅、炼铜者、少数民族、医者

和寄宿者等, 见图 1。导游人员的构成由原来

的僧人为主转为土人为主, 据统计, 徐霞客共

请过 96位土人做导游, 占到后期导游总人数的

23165%; 僧人退居第二, 占总人数的 19121% ,

原因主要有: ( 1) 目的不同。旅行目的由前期

的探古访幽变转为地理考察, 当地人比较了解

这些情况; ( 2) 目的地不同。徐霞客前期的旅

行目的地多是名山名寺, 而后期则是西南部,

以溶洞构造、地质地貌等科考为主, 游历的名

山大川没有前期多, 请僧人的机会也相对减少;

( 3) 旅行经验不同。在后期旅行中, 徐霞客已

有前 30年的旅行经验, 一般性问题能自己解

决, 请导游的目的性增强。

图 1 后期导游人员构成图

在后期导游人员的构成中, 还有值得一提

的是当地的乡绅和徐霞客的友人, 他们为徐霞

客解决了许多旅行中的困难。在他出游西南时,

正是 17世纪 30年代的后期, 当时国内阶级矛

盾和民族矛盾都达到了空前的尖锐, 明王朝的

统治已处于不断崩溃之中, 官贪民困, 盗贼蜂

起。在这种情况下, 徐霞客主要靠友人、乡绅

的帮助解决旅行中的生活、旅资等问题, 如崇

祯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( 1637年 3月 7日 ) , 徐

霞客由湘江舟行至衡南之新塘, 在此泊舟过夜,

夜间被劫, 静闻、顾仆等都受了重伤, 旅资全

部被劫, 所带书籍和友人信札有的倒入江中,

有的随舟焚毁, 他身无分文, 仅剩一裤一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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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, 徐霞客没有退缩, 就

地筹资, 他的坚强和决心感动了友人金祥甫等

人, 他们经过努力为徐霞客筹集到了旅资。此

外, 徐霞客也从当地的一些乡绅、官吏和土司

头目那里得到不少帮助, 如崇祯十二年七月初

六 (公元 1639年 8月 4日 ) 游云南玛瑙山, 当

地士绅马元康家不仅领徐霞客游玛瑙山, 而且

晚间挑灯夜酌, 向徐霞客详细介绍当地的名胜

古迹、风土民情; 又如崇祯十年十一月二日

(公元 1637年 12月 17日 ), 徐霞客由广西上梗

村到那谢村时, 乡绅为其提供轿夫。在广西三

里城时, 参戎陆万里在徐霞客拜访时, 除设宴

招待、赠送衣袜裤履之外, 还以马牌荐书相送。

所以, 友人和乡绅在徐霞客后期的旅行中所起

的作用是非常特殊的, 他们不仅为他提供食、

宿、行、游等方面的便利, 而且还能在物质和

资金上给予帮助。

(四 ) 后期导游的作用

在后期, 导游除了指路、带路、策划路线、

讲解等作用外, 还有导游溶洞, 讲解地理、气

候、特产、动植物等情况。与前期相比, 后期

导游的作用有明显的变化, 其中指路、带路,

多达 111处, 占总数的 27134% , 位居第一; 位

居第二的是陪同旅行和讲解, 有 90处, 占总数

的 22117% ; 第三是指点景区, 有 82处, 占总

数的 20120%, 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4。

形成原因有: ( 1) 徐霞客后期的旅行目的以

科考为主, 所到之处多为偏僻之地, 目的地不好

找, 所以多以土人指路、带路、指点景区为多,

如崇祯九年 (公元 1636年 ) 的 5浙游日记6 中,

一位姓赵的樵夫 /见余误而西, 复指东从积莽中

行0。再如崇祯十年 (公元 1637年 ) 的粤西游,

在他已误行 3, 4里时, 遇到一樵夫, 樵夫告诉他

/误也, 指从苍莽中横出, 曰: -从此西南, 可得

大道 . 0 ; ( 2)后期徐霞客主要着重于溶洞的考察,

河源探索, 所以, 导游的作用以导洞、陪同旅行、

景点讲解为多。在 5徐霞客游记6 中关于溶洞导
游的情况记载有 40处。在崇祯十年仅广西考察记

录中, 就有多达 10处的导洞记录, 如 /参慧束炬
导游真仙后暗洞0、 /束炬于道者同游水洞、龙

洞0 ; ( 3) 考察风土民情。后期徐霞客考察的一项

重要内容就是风土民情, 通过导游了解当地居民

的生活、生产, 以及当地的地理、特产、气候等

情况。如: 在崇祯十一年 (公元 1638年 ) 云南之

行中, 一位营兵告诉他当地气候情况时说道: /予

罗平自月初即鱼, 并无一日之晴。盖与师宗隔一

山, 而山之西今使雨, 山之东雨已久甚。乃此地

之常, 非偶然也0。又如在云南游时, 一位老人告

诉他, 由于当地的石隙土很适于种茶, 使得当地

的茶 /味迥于他处 0。这些丰富而全面的讲解,

使徐霞客了解到各地的自然和人文情况, 从而使

游记内容更加丰富、详实。

表 4  后期导游作用情况

导游作用 次数 /次 所点比率 /%

指路、带路 111 271 34

陪同旅行和讲解 90 221 17

指点景区 82 201 20

介绍当地情况 69 171 00

溶洞导游 40 9185

策划线路 3 0174

协助旅行 4 0198

其他 7 1172

总计 406 100

  资料来源: 5徐霞客游记6 统计

三、研究结论

通过对徐霞客旅行中导游情况的分析, 本

文认为早在晚明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地方导

游和全程陪同服务的雏形。

从地方导游看, 5徐霞客游记 6 中共记载

了 465处与导游相关的资料。在徐霞客长达 30

余年的旅行过程中, 他非常重视导游的作用,

曾说: /游不必骑, 亦不必同, 惟指示之功, 胜

与追逐。0 , 所以每次出游, 他都会在当地聘请

导游, 这些导游或是土著居民; 或是樵夫、牧

人; 或是僧人、途人, 他们为徐霞客提供陪同

旅行、讲解景点、筹划旅行线路、提供食宿和

交通等服务, 完成了导游服务的大部分职能。

尽管受当时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环境等条件

的限制, 从服务体系来看, 虽然徐霞客时代的

导游服务内容只体现在某几个方面, 如提供食

宿, 或解决交通工具, 或景点讲解等, 不像现

代导游服务内容那么系统、全面, 有组织, 但

是他们基本上为徐霞客提供了食、宿、行、游

等方面的服务, 构成了地方导游的雏形。

从全程陪同看, 在 5徐霞客游记 6 中值得
一提的人是后期陪伴在徐霞客身边, 照顾他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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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事务的顾仆, 从导游服务的性质来看, 他称

得上是徐霞客旅行期间全程陪同的雏形。顾仆

从崇祯九年 5浙游日记 6 始到崇祯十二年 5滇

游日记十三 6 止, 在这 4年漫长的西南旅行中,

他一直陪伴在徐霞客身边, 为徐霞客挑行李,

洗衣烧饭, 解决住宿, 陪同考察等, 为徐霞客

西南旅行考察创造了便利条件。之所以说顾仆

是徐霞客时期全程陪同的雏形, 理由是: ( 1)

从服务过程来看。顾仆从崇祯九年徐霞客西南

之行开始, 至抵达云南完成西南旅行, 前后 4

年全程陪同徐霞客, 并为他提供旅行过程中的

吃、住、行、游等服务, 完成了全程陪同的大

部分职能; ( 2) 从服务的商业性看。导游服务

过程是需要收取一定费用的。顾仆为徐霞客服

务不仅收取了一定的服务费, 而且在旅行中他

的所有开支均由徐霞客承担, 具有导游的商业

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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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udy of / TouristGuide0 aboutXu X iake Travelogue

FENG Shu- hua, L I Tao- zhen, WANG H ong- m e i

Abstract: By a rrang ing and ana lyzing the statistics data based on Xu X iake T rave l No tes, th is paper conc ludes tour ist

gu ide plays an importan t role in Xu X iake trave.l The study is o f g reat va lue in re- know ing the deve lopm ent h isto ry of tour ist

gu ide in Ch ina. The author d iv ides Xu X iake T ravel into two period g roups ( take Chong zhen 9- year as the tim e boundary) ,

acco rding to the distinction be tw een the tour ism tim e, exp lo res components and trave lling w ay. The form and effect abou t tour ist

gu ides a re stud ied in the two periods. This paper demonstra tes the fact tha t in the late period ofM ing Dynasty the rudim ent of

loca l gu ides and thew ho le journey gu ides had a lready shaped in Ch ina.

Keywords: Xu X iake; trave;l tour ist guide


